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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浅谈浮躁环境下的中职《金属工艺学》教学
姚　兵

（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山东 菏泽 274900）

摘要：《金属工艺学》是一门以机械制造工艺为主的综合性

技术基础课，是对口高职考试的一门课程，但由于这几年在高考

题目中占分不多，学生忽视了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在学习过程中

也难免会产生懈怠心理和浮躁情绪。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中，老师

一定要结合好社会和家庭，改变浮躁心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采取针对性的的教学措施，做好本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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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深潜 10909 米

的马里亚纳海沟，坐底深度刷新了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嫦娥

五号返回器采集月球样品后在设定区域平安着陆，探月工程的又

一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使国民感受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也让他

们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振兴，民族的昌盛，都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而科技的提高依赖于人才的培育，人才的培育取决于教育，特别

是学校教育。

在中职学校中，《金属工艺学》是一门以机械制造工艺为主

的综合性专业技术基础课。《金属工艺学》既是对口高职考试的

一部分，又是培育学生动手技能的专业课程，所以不管对于参加

高考的学生还是选择就业的学生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

现在社会中由于功利主义影响所产生的浮躁情绪，对这门课程的

教学产生很大影响。在这里我们就对浮躁的环境及在这种环境下

的《金属工艺学》教学做一下简单探讨。

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得到一定提高，

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一面，很多人产生了强烈追求物质生活的

欲望。但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大多数人的人生发展没有稳

定的预期，自我满意度就会降低，就会出现一种情绪焦虑、性情

急躁的普遍现象，我们称之为“社会浮躁”。

随着新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学生和教师通过网络可以轻易

了解各种社会事件，感受网民所发泄的个人情绪，社会浮躁也因

此逐渐渗透到中职校园当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和教师的心

态都会发生变化，这不利于课程教学的顺利展开，并且会影响学

生的学习效果。

春秋战国时期协助齐桓公使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政

治家管仲的人才观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由此可见，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系

统工程，人才的培养靠教育，所以教育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所以大家都必须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教育，做培育社会主义事

业接班人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教育。作为《金属工艺学》

课程教学的老师，一定要克服浮躁情绪，静下一颗心来，守住清贫，

乐当人梯，勇于奉献，努力结合学生实际，最终实现上级交给的

教学工作。

下面我就结合多年的教学情况谈谈关于《金属工艺学》教学

的几点浅薄看法：

一、首先要做好学生的思想态度工作

中职学生年龄较小，他们来到中职学校后多少会感到不习惯，

在学习过程中，也会因为文化基础不够好而跟不上教学进度，从

而产生挫败感和浮躁情绪。这样学生也很难静下心来学习，所以

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下大力气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通过不厌其

烦的谈话，结合自己和学生身边的优秀职业人才的成才之路，让

学生明白：唯有好好学习才可以转变自身的命运，才能让整个家

庭生活的更好。这样他们才能静下心来，才能不再浮躁，才会有

学习的动力，也才会把时间用到学习中来。

二、教师应加强个人水平的提升

《金属工艺学》虽然是高考考试科目，但一直占分不多，所

以一直不受重视，甚至有的学校就不开设这门课程，只是在机械

基础中简单讲讲。这就使这门课的教学遇到很大瓶颈，假如只是

依照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教学，就很难取得好的教学效果。这

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打破传统，联系好生产和生活实践，

充分发挥好学生的主体作用。以下就谈几点心得体会：

（一）提升理论水平和操作水平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孔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要想学生一杯水，老师需有一桶水”。由此可见

一个合格的教师，一定要有高尚的情操以及比学生更渊博的专业

知识和更高的实践操作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紧跟社会发展，

紧盯新工艺、新技术发展前沿，善于捕捉新闻热点和与教学有关

的事件，把它们与教学恰当地结合起来。

例如央视播出：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深水潜水器两次“打卡”

马里亚纳海沟，坐底深度 10909 米，就可以及时和学生分析其制

造材料和制造工艺方面的问题，使学生在感叹中国技术先进的同

时，也会叹服教师知识的渊博，更拉近了师生交流的距离，使以

后的教学更容易让他们接受。

（二）上好绪论课

绪论课就是这门课的开门课，所以开学第一课一定要上好。

中职学校一般都在 9 月初开学，教师可以在开学前准备一些金属

工艺品，带到学校里让学生参观学习，教师边让学生参观，边对

学生讲解金属知识、金属工艺，以及金属在各行业中的应用，让

学生充分感受到金属加工工艺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通过图片展示中国的精美工艺品，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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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感受自豪感和为国学习的责任感，

也提高了学习趣味。从而产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后续课

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在讲“综合职业能力”这个概念时，要让学生深刻领会敬业

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作为学生，也要遵守好课堂纪律，养成好

的学习习惯，尽力上好以后的每一堂课。

（三）尽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虽然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要想让学生愿意学，就不能让

他们处在心浮气躁的情绪中，因为这时候他们会对什么都不感兴

趣。所以要在他们有轻松心理体验的时候，或者用一些特别能吸

引他们眼球的东西来引起注意，才会使他们产生兴趣。

例如在讲切削加工时，就拿出一个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各

部件并安装好的的孔明锁，让学生观察一会后拆开，然后找几个

同学来重新组装。如果学生没玩过，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重装，

但这也会激起学生的组装兴趣，教师就可以在学生重新组装的过

程中，向学生讲解金属孔明锁的制作方法。那么在接下来的授课

中我们就结合孔明锁的加工来讲解各加工工序，肯定会取得事半

功倍的效果。

另外，用一些图片和视频，多结合学生身边的一些事和物，

都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感触。例如讲结构钢时我们讲讲南京长江

大桥，讲讲北京奥体中心的鸟巢，讲讲法国巴黎的哎菲尔铁塔，

讲讲他们的历史、材料及加工工艺。肯定使他们在想去参观的同

时记住相关的知识要点。

（四）详细讲解专业术语

任何一门学科，都会产生许多新概念，都有本学科的专业术

语。我们一定要在学生既有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去讲透新概念，

使学生在理解上没有大的跨度，进而形成知识网络。例如在讲力

学性能时，就要让学生在原来对强度、硬度等概念有认识的基础

上去理解抗拉强度，布氏硬度法；在讲车刀时，要在学生知道“三

面两刃一尖”的基础上理解前刀面、主切削刃和刀尖。

（五）教学中要突出重点，且要根据不同的同学去选择不同

的侧重点

目标不同，偏重点就不一样。高考班侧重机械工程材料的教学，

就业班重热加工和切削加工方面的教学。教学中也不能光学习考

纲要求的章节，也要学习与这些知识有关的其他章节，例如课本

中的铁碳合金的五种基本组织，碳元素含量对合金力学性能的影

响，金属切削的基础知识等，也要进行学习。因为这些知识的补

充才能产生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不至于

因为理解不了记不住而产生浮躁情绪。

（六）教学中要利用好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教师的教学工作也应围绕学生展开。教

师不能把课堂搞成“一言堂”，要利用启发式教学，一定要充分

挖掘教材，合理的设计一些问题进行提问，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

引起学生注意，并悉心诱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开启

学生思维，培养智力，使所学知识理解更加深刻，学生在回答时

还能锻炼和发展口头表达能力，并及时反馈掌握情况。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生只有不浮躁了，

才能静下心来去思考，才会有一个清晰的学习思路。例如在学习

机械工程材料时，研究的是这些材料的力学性能、牌号和用途。

性能决定用途，用途反映性能；而从牌号中可以知道材料的屈服点、

抗拉强度、碳含量、所含的合金元素及其含量等，再根据碳含量

对材料性能的影响去分析材料的其他性能。思路清晰了，学起来

就轻松了。

（七）利用好多媒体教学

我们可以利用课件、视频，来增大课堂容量及知识的直观形

象性；也可以利用数控仿真模拟系统进行模拟加工操作训练。例

如数控车床的加工训练，我们就可以先在模拟机房中的电脑上进

行模拟加工练习，等到练习的比较熟练了，再在实训车间的实际

加工机床上进行实际加工，这样不仅会减少实训材料的消耗，还

可以避免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

（八）采用现场教学。

对于就业班的学生来说，他们都要进行顶岗实习和跟岗实习，

在实习中我们就可以利用实习工厂中的加工机械，铁别是对于学

校实训室很难进行的热加工中的铸造和锻压进行现场教学，最好

能让他们动手完成某些加工工序。而教师则现场进行加工原理和

工艺流程的讲解，使他们感受到工厂化加工震撼的同时，也明白

了机械零件的加工流程，不仅仅印象深刻，更能体验亲身体验的

乐趣，最终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加强实训训练

高考班对照知识点，通过练习题反复练；就业班要在实训车

间里反复练、长期练。一定要记住，任何知识的记忆和技能的提

高，都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无他，唯手熟尔”。练的多了，

成绩就有了。

四、结语

总之，在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抛开功利主义思想，克服浮躁情绪，

着眼于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崇高理想，牢记初心，不忘使

命，充分发扬好红烛精神，采取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尽力做好《金

属工艺学》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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